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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of casted artificial
reefs, the reefs body, location of reefs,

fish - gathering efficiency etc.
epifauna on reef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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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ung-Pan artificial reefs are missing although investigation

has been conducted with fish-founder recording and scuba divino

. Based on the characters of water current and sea bottom, the

artificial reefs are inferred to be bur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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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sh composition varies among the reefs
are crowded

or dispersed. General speaking, the ability of fish-gath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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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方與料

本調查計畫實施期間雖然自民國 77 年 7 月 :

國 78 年 6 月 30 日止 o 但由於計畫核定後已屆 10 月底 , 此時

澎湖地區東北季風轉強
, 海上工作及潛水困難 , 故調查作

業集中於 2,,-,6 月間 o

( 一 ) 材料 :

1. 船隻 : 興欲富漁船

2. 漁海況測定器材 :

魚探機 ( HONDA, HE-301, 200KHz)

北原式採水器

材驗試

( 55 匹馬力 , 4.96 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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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日期 投放地點 經 緯 度 水深投 放 種 類 數量
L 23° 36' .9---23° 40'.6N •ïSé�1�m�)1974. 6 貓鼠石與鼻頭洲芝間 40 m 100Qe�1�1�9�° 27' .3---119° 29.9E

�2�0‚X

L 23° 36'.(J.J 童醫岫1m)1974. 6 馬公西嶼間 13m 300
�»�1�1�9�° �3�2�'�.eú

L 23° �3�1�'�.�3�»�1�1�9�° 36'.9E OF�m �5�0P�1977. 9 鎖港外海 水泥礁(四角型2.2m)
L 23° �3�1�'�.�3�»�1�1�9�° 37'.9E 24 m �4�0P�

1980. 7 鎖港外海 L 23° �3�1�'�.Ru 24 m 水泥礁(四角型2.2m) �6�0P�
�»�1�1�9�° 37' .1E

L 23° 36人倒 水泥礁(四角型1m1981. 5 大倉西衛間 11m �1�2�5P�
�»�1�1�9�° 34' .1E j�gñŽÍ�O�e�m�)

L 23° 31'.2N 水泥礁(四角型1.5m�1�9OM�.�5 鎖港外海 24 m �1�0�7P�
�»�1�1�9�° 37' .OE 樑柱寬2切)

L23° 32'.7N 水泥礁(四角型1.5m1983. 6 香爐嶼西方 17 m �8�6P�Qe�1�1�9�° 38'.6E 裸柱寬2枷)
L 23° 32'.5N 水泥礁(四角型1.5m1984. 4 香爐嶼西方 18 m �2�7�3P�
�»�1�1�9�° 38'.4E j�gñ•ü�[�2�5�c�m )

水泥礁(四角型1.5m
�1�3�4P�

1984. 8 大果葉海洋牧塌區 12 m
j�gñŽÍ�O�e�m�)

L 23° �3�2�'�.eå�t 17 m 水泥礁(四角型1.5m �1�9�7P�1984. 9 香爐嶼西方
�»�1�1�9�° 38人正 j�gñ•ü�[�2�5�c�m )

L 23° �1�0�'�.R0 水泥礁(四角型1.5m�l•è�5�. 5 t弟嶼東南外海 27 m �1�7�5P�
�»�1�1�9�° �2�5�'�.^„ gñ[ì�;�2�5�c�m�)

表 1. 澎湖縣歷年來人工魚礁投放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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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3° 36人到 水泥礁(四角型1.5m

1986. 4 二或東海域
15 m �2�4�8P�

Qe�1�1�9�° 31'.4£ j�gñ[ì�,�2�0�c�m )

L 23° 36人倒 水泥礁(四角型1.5m

1986. 4 大倉西南
12 m �2�5�0P�

Qe�1�1�9�° �3�2�'�.^„ j�gñ[ì�,�2�0�c�m )

L 23° 30' .7N 水泥礁(四角型1.5m

1986. 4 桶盤西南
15 m �2�5�0P�

Qe�1�1�9�° �3�0NºW( j�gñ[ì�2�0�c�m�)

L 23° 41' .ON
1987. 9 後寮北

23 m 水泥礁(四角型2m) �1�1�9P�

Qe�1�1�9�° 30'.3E

L 23° 28'.51'4
1988. 7 虎井南

21 m 水泥礁(四角型2m) �1�7�0P�

�»�1�1�9�° �3�0Nº�5�E

1988.11
12 L 23° 39' .2N

1989. 2 小問西方 10 m 水泥礁(四角型2m) �1�0�0P�

4 �»�1�1�9�° 30' .3E

L 23° 36' .1N
1989. 6 大倉西南 12 m 水泥礁(四角型1m) �3�0�6P�

�»�1�1�9�° �3�2Nº^„

1989. 7 小門西方 L 23° �3�9Nº�3�N 17 m 水泥礁(四角型1.5m) �2�7�5P�
�»�1�1�9�° �3�0Nºkc

L 23° 42'.9N

1989. 7 姑澳嶼 17 m 水泥礁(四角型1.加) �2�7�8P�
Qe�1�1�9�° 32'.5E

L 23° 36' .7N
1989. 7 大會 12 m 水泥礁(四角型1.5m) �2�2�6P�

Qe�1�1�9�° 32'.BE

表 1. 澎湖縣歷年來人工魚礁投放情形 (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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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氧測定器 (YSI MODEL 58)

pH 計 (SUNTEX TS-l)

鹽度計 (WTW LFl9l)

流向流速計 (SD-2, SD-4A)

3. 水中攝影及錄影器材 :

水中照相機 ( 28 、 35 酬 I NIKONOS m 、 VI

水中錄影機 ( 8mm, SONY CCD - M8 一具 )

及 V 各一台 )

澎
、
方
作
發
以
下
然
海
錄

於
盤
查

,
如
予
水

,

量
記

,
桶
調
、
心
中
球
入
上
度
並

船
、
。
中
錄
標
潛
體
接
等

漁
倉
查
為
記
浮
繩
礁
直
關

之
大
調
置
之
之
錯
之
器
、

機
、
行
位
機
繩
之
心
。
犧
氧

探
寮
進
度
探
錯
處
中
上
用
溶

魚
後
區
緯
魚
有
記
區
圖
使
、

提
定
礁
經
從
繫
標
礁
海

,
度

手
選
魚
之
上
放
著
於
於
後
鹽

有
中
個
定
跡
投
順
結
標
成
之

裝
區
六
所
航
刻
員
固
並
完
水

用
地
等
時
在
即
人
繩
位
位
層

利
之
美
當

,,

作
錯
定
定
底

礁

t
放
尋
時
工
之
經

�.�.SÊ

尋
魚
及
投
找
跡
由
船
羅
查
溫

找
工
嶼
區
向
蹤
再
將
施
調
水

之
人
爐
地
方
體
後
並
實
之
層

置
放
香
各
射
礁
然

,
上
料
底

位
投
、
依
放
有

,
之
船
資
、

法
礁
已
井
為
外
到
記
認
自
文
表

方
魚
湖
虎
法
向
現
標
確
後
水
域

司
ζ

之 o

3. 流向流速測定 : 使用 SD -4A if r1J] ⋯ � ,...
"""

續觀測 , 每 20 分鐘自動記錄一次 o

4. 海底地形及底質分析 : 工作人員潛入水中觀察礁區周

圍 100m 附近海底地形及表層附著物並記錄之 o 同時備

妥直徑 5cm 之透明塑膠管長 30cm 於礁體周緣擇點插入

使層然後兩端封口 ,
實施採底質帶回實驗室測定其含

水率並以篩合法實施粒度分析 o

5. 礁體觀察 : 每個礁區潛水作業中 ,
除利用海底記錄簿

詳實記錄礁體之現況、分怖、疊置、掩沒、破損、附

著生物及魚礁聽魚種別、數量、棲息水層外 , 並以水
中照相機及錄影機拍製幻燈片及錄影帶 , 以利於調查
解析及效益評估 o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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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漁獲試驗 : 以手釣行之
, 主要目的為量度棲息魚種之

大小 o 以修正於水中觀察所生之誤差。

結 果 與 討 論

-、

礁體位置 : 各礁區中心之礁體經錯組固結後
, 定位時

儘量拉緊錯繩
, 使船位能漂浮於礁體上海面

, 然後陸

岸擇三點實施羅經定位
, 為使方便標於海圖上 , 陸岸

2 位點均選擇附近島嶼凸出的 M 處。其方位角分別

標示如圖

水文資料 : 本年度於 1989 年 3--5 月間測定六個礁區
,

其結果如表 2 所示 o 表底層水溫介於 21.5 24.6 DC ' 可于
常季節性的水溫值

, 底層水鹽度介於 33 . 66 品 .44 心
,

nl-l .{} 恥 7.90 8. 泣 , DO 為 6.9--9.6ppm 悶 , 綜觀各水層及地
t'"

J I

""' 差異值都很小 , 均屬於正常海水數質範圍內 o

流向流速測定 : 流向流速之調查作業
, 限於作業時間

及儀器
, 因本分所使用潮探切 , 材 , 最多僅能做 15 點

標定記錄 , 故每次間隔 20 分鐘 , 則每 5 小時須取出記

錄後 , 再重新予以標定測量 , 倍感不方便 o 本年度除

了後寮及桶盤外計完成四個礁區的測定工作
, 其實測

之水流遠
, 流向及相對之潮位 ( 潮位資料係參考潮汐

表中馬公站之潮位 ) 分析如圖 2 所示 o 由圖中可明忌
地看出

, 此海域之海潮流主要受半日潮 ( Semi-diurnal

ide) 所影響 , 漲潮時向北流 , 退潮時向南流 o 同時因

確區所處位置的不間
, 漲落潮的流向流速亦深受鄰近

陸岸及海底地形所影響 o 綜合而論 , 大倉及香爐嶼礁

區 , 其終日流速均很小 , 在 20cm /sec 以下
, 大倉礁門

受內灣環抱地形影響
, 其流向周日呈規則性的 l頓時間

方向改變
, 香爐嶼礁區則漲潮時流向為北東

, 退潮時

為南西 ;1: 美及虎井礁區於漲潮時均有較強的流速
,

達 131cm /sec' , 較退潮時一般流速高的很多 o 流向方面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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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澎湖沿岸海域 1989 年 3--5 月六處人工魚礁區附近海域水文分析資料

Station No.

Ta-Tsang (大倉 )

Shiang-Lu (香爐 )

Tung-Pan (桶盤 )

Hu-Jing (虎井 )

H∞ -Liau (後寮 )

Chi-Mei (t 美 )

Sate

Apr.

Apr. 13

Mar.

Mar. 28

Mar.

Mar.

Apr. 14

Apr.

May.

Apr. 19

May. 16

Time

4 10:00

D(m) ST ("C)

9 22.6

8T ("C)

22.4

21.6

21.8

22.4

22.3

22.4

21.5

22.4

24.0

24.2

24.2

ST (Surfaace Te 叩﹒ ) ; 8T (Bottom Te 叩 .) ; D (Depth).

13:30

12:50

10: 15

10:00

3 12:50

11 :50

3 12:30

8 14:50

15:00

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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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15 21.8

22.4

15 22.3

21 23.2

22.0

23 22.7

24.1

28 24.4

24.6

S(z)

33.34

33.80

34.24

34.20

35.44

35.38

34.82

35.05

33.66

34.13

33.84

7.98

7.90

8.05

8.02

8.02

8.02

8.21

8.01

8.12

8.11

8.02

pH DO (ppm)

8.0

8.4

9.6

9.0

8.4

6.9

8.8

8.6

9.0

9.2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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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沿岸海域六處人工魚礁區標定位置圖圖 1.

Locations of artificial reefs area in the coastal

waters of Penghu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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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2. 1鉛4 年 4 月五 5 月份澎湖四處人工魚礁區底層實測海潮流

Fig. 2: The directions and speeds of bottom

along the 'four artificial reefs area in the coastal

water current

waters of Penghu from April to May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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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t 美地區漲潮時為北流
, 退潮時為南流 , 且一般北

流的時間較南流為長
, 而虎井礁區距岸僅約 2000 3000

公尺間 , 因北岸有虎井嶼阻飽 , 致流向也較其他地區

不悶 , 漲潮時大致為西南走向 , 退潮時為北北東 o 男

就潮位週期與潮流週期的時間差相較
, 由圖 2 之記錄

顯示 , 各礁區或因測定時間及地域性不間 , 均有顯著

的差異 , 亦即潮位上升或下降至一半仍上升或下降中
, 但潮流己經轉向了也因礁區而時問有異 o

海底地形、底質分析

本年度調查之魚礁投放地點其海底地形均甚為平坦
,

等深線分怖除了桶盤及虎井嶼礁區外 , 亦甚為均勻 o

底質概為沙泥質 , 其粒徑分析如表 3 所示 o 依堆積物

的粒徑分類標準 , 香爐嶼礁區之底質主要為細 ~ 中砂

( 粒徑 0.125mm 至 0 . 5mm) ; 大倉礁區為極細砂 ( 粒徑在

0.125 0.25mm) ; 虎井嶼和桶盤礁區主要中 ~ 粗砂 ( 粒徑

。 . 25 1. Omm) ; 後寮和 t 美礁區主要為粗 ~ 極粗砂 ( 粒

徑大於 0.5 mm 以上 ) 。泥質含量方面除了大倉礁區含

27.56 % ' 香爐嶼礁區含 10.44 % 外 , 其餘礁區均在 1%

以下 , 故此兩地區其能見度較差 , 泥質含量高應為主
因 o 張

(2)
等曾就設置魚礁的海床條件 , 宜以海底地形

較為平坦寬闊 , 底質堅硬或白沙帶泥或有介殼 , 碎碟
混合之海底為佳。唯本年度就己投放礁區其底質和礁

體的沉陷情形來分析 , 除了桶盤和虎井礁區底質概為

貝殼砂 , 甚為輕漂 , 可能因沙粒間沒有凝緊力及鄰近
地形起伏較大易受海流搬運作用影響而使魚礁被埋外

, 其餘礁區尚稱合宜 o

五、潛水觀察結果之綜合分析

(1) 後寮礁區 : ( 照片 I )

本區為 76 年 9 月所投放之大型四角 2m 水泥礁共 1]

, 投放情形如照片 1- A 所示 , 此處投放之礁體甚為

分散 , 礁體大部為單層排列 , 僅一、三個礁體堆高疊

置 , 礁體形態完整 , 無破損現象。底質為粗砂粒 , 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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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on

Shiang-Lu (香爐 )

Ta-Tsang ( 大會 )

Hu-Jing (虎井 )

Hou-Liau (後寮 )

Tung-Pan (桶盤 )

Chi-Mei (1: 美 )

表 3.

Depth(m)

15

12

21

22

15

28

澎湖人工魚礁區海域底質含沙率及粒度分析

Water

percent >1.00rrm
Sand%

25.97

32.08

19.10

17.95

25.52

20.57

2.78

0.45

6.59

21.03

13.16

39.61

>0.50rrm

Sand%

1.45

2.05

27.78

59.78

17.19

2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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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iment composition

>0.2 日1111

Sand%

42.85

4.21

65.63

17.89

52.10

17.87

>0.12 日1111

Sand%

42.47

65.73

。

1.28

16.76

13.25

>0.062rrm

Sand%

9.82

26.72

O

0.02

0.52

0.79

<0.062rrm

Sand%

0.62

0.84

。

O

0.26

0.01



照片 I 後寮人工魚礁區

I-A
I-A

大型水泥礁自平台船投放落海情形
""'-'-'.-"-�"'-

. �
n-

I-B
I-B

礁體上的附著性生物一苔蘇蟲為主
Brozoa are major epifauna on re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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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98.7 % 粒度大於 0.25mm; 水質清澈能見度良好 ; 礁體

附著生物以苔辭虫為主 ( 如照片 I-B), 次為海綿 o

魚類相計有 10 科 11 種詳如表 4 , 以三線雞魚 ( 體長
10 12em ) 及笛鋼科為最多 ( 如照片 1- C 及 I - D) 0

此外 , 礁體分數堆投放 , 彼此間距又大 , 很多單個礁
體散置 ,

魚類相也僅為小的斑膳光臨稚魚苗 ( 如照片
I-E), 魚種變化頗大 o 此處退潮時有較強流速 , 故
礁體受迴流影響 ,

坐底砂堆均呈凹陷狀 , 但無被埋現
象 ( 如照片 I - F ) 0

(2) 大倉礁區 : ( 照片 I )

本區為 75 年 4 月所投放之四角型 1.5m 水泥礁共 250 個
, 此處底質含混分很高 ( 如照片 I-A), 其中 92.45 %
粒度小於 0.25mm ; 水質混濁能見度僅約 1.5 2.0 m , 終日
流速很小 , 均在 20 em /see 以下 o 此處礁體投放甚密集

, 分成三堆分怖 , 礁體疊置最高三層 , 此處水深僅約
10m, 故礁體最高點僅距水面約 5 6m , 礁體底部投入底
砂約 30 帥 , 礁體無破損現象但有流刺網纏繞其上如照
片 1- B 所示 ,

礁體附著生物以長條狀海綿為主 ( 如

照片 n - C) , 其先端並有八放珊瑚虫棲生 ( 如照片 E
-D), 牡娟、藤壺亦有發現 o 魚類相計有 12 科 17 種

詳如表 5 , 以笛網科、三線雞魚及臭都魚為主 ( 如照

片 I-E); 金梭魚則見成群靜游於礁體上 1 2m 的水層

中 ; 瑪拉巴石斑魚則棲息於礁體間隙中 ( 照片 I - F

(3) 桶盤礁區 :

本區亦為 75 年 4 月所投放之四角型 1.5m 水泥礁共250 個
, 此處潮流流速較大 , 海底砂堆鬆軟 , 概為貝殼碎屑
, 其中約 71. 70 % 粒度介於 1 . 0 0 .25mm 間 , 底質砂堆成波
浪起伏之不規則狀 , 波高 50 帥 , 波長在 50 100em 不等

o 本分所計於 77 年 8 月、 11 月及 78 年 3 月 , 除利用魚
探機進行投放海域全面掃描搜尋外 , 尚進行 18 人次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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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魚
(Species)

後寮人工魚礁區主要魚類相

種

A
『

門,
ι
、

1,8kdtiTITJ

d
r,

2
日
『
『
且

mLKasGSr+Lnu

e
「r

vJ

mmnqaSaa--1+EUEMu-

+L-
可

1.1-uv-PTEd-qdu-unEna-a+LF+LU-HU

E
」

EL-'L

AAm
鋼
鋼

州
笛
笛

刊
帶
斑

山
縱
大

科網笛

鱷科 SERRANIDAE

馬拉巴石斑 Epinephelus malabaricus (B. et S. 1801)

石鱷科 HAEMULIDAE

三線雞魚 Parapristipoma trilineatum (Thunber ‘ g,

臭都魚科 SIGANIDAE

臭都魚 Sigunus fuscescens (Houttuyn, 1782)

1793)

蝶魚科 CHAETODONTIDAE

暫棘蝶魚 Chaetodontoplus septenfrionalis (T. et S.

雀網科 POMACENTRIDAE

燕尾光臨魚 Chromis fumea (Tana 旬 , 1917)

皮剝鈍科 BALISTIDAE
中國單棘鈍 Monocanthus chinensis (Oskeck, 1765)

四齒駐科 TETRAODONTIDAE

模樣河!� Tetraodon stellatus (Bloch et Schneider, 1801)

鬚網科 MULLIDAE
紅海鱗鯉 Parupeneus chrysopleuron (T. 的 S. 1844)

隆頭魚科 LABRIDAE
五帶葉網 Thalassoma quinquevittata (Bennett,1839)

全長
(Total length)

15 - 20cm
20 - 28

60 - 100

10 - 12

15 - 25

1844) 12 16

5 - 8

12 18

18 國 25

20 - 25

10 15

註 : + 稀少 (rare) + + 普通 (common) + + + 很少 (much) + + + + 極多 (abund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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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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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大倉人工魚礁區主要魚類相

魚
(Species)

種

笛飼科 LUTJANIDAE
縱帶笛銅 Lutjanus vitta(Quany et Gamair 吭 1824)
大斑笛蝸 Lutjanus fulviflamma (Forsskal, 1775)

金梭魚科 SPHYRAENIDAE

黃尾金梭魚 Sphyraen� flavicauda Ruppel 1 , 1838-1840

鱷科 SERRANIDAE

烏拉巴石斑 Epinephelus malabaricus(8. et S. 1801)

擬青石斑 Epinephelus diacanthus(Valenciennes, 1828)
橫紋 l體 Cephalopholis boenack (Valenciennes, 1828)

石鱷科 HAEMULIDAE

細鱗石鱷 Plectorhinchus pictus(Thunberg, 1793)
三線雞魚 Parapristipoma trilineatum (Thunberg, 1793)

臭都魚科 SIGANIDAE
臭都魚 Sigunu? fuscescens (Houttu 間 , 1782)

蝶魚科 CHAETODONTIDAE

白吻雙帶立旗網 Heniochus acuminatus (Linnaeus, 1758)

飼科 SPARIDAE

鳥諒 Acanthopagrus latus(Houttuyn,
黃錫鋼 Sparus sa 巾a Fosskal, 1775

1782)

車由科 SCORPAENIDAE

斑轄龔自由 pter 叫 s volitans (Linnaeus, 1758)

天竺銅科 APOGONIDAE

三帶天竺網 Apogon taeniatus(Cuvier et Valenciennes,

石首魚科 SCIAENIDAE
日本戰 Nibea japonica (Temminck et Schl 月el, 1844)

雀鸝科 POMACENTRIDAE

燕尾光總魚 Chromis fumea (Tana 惘 ,

皮剝

1917)

科 BALISTIDAE
曳絲單棘 |純 Stophanolepis cirrhifer (T. et S. 1847-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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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長
(Total length)

12 - 15cm
15 可 20

20 - 28

50 - 70
10 - 15

8 - 12

20 - 30

8 - 12

8 12

10 - 15

15 - 25
15 - 25

12 - 20

1828) 8 - 10

40 - 60

4 - 8

8 - 15

數量
(Qualit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C
I-C

三線雞魚群 ( 體長 10-15cm) 穿梭於礁體內外
A school of Pavapristipoma trilineatum (10-15cm
in bobylength) school in and out the reefs.

I 一 D
I-D

礁體周綠的笛鋼科魚群
A school of snapper around the reef mar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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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
I-E

單礁體周緣緊集的斑嬉光臨魚苗群
A school of fishlet of Abudefduf notatus is
swimming around the margin of a single reef.

I-F
I-F

礁體沒入砂中情形
A reef body is buried in sand bot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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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E 大倉人工魚礁區
IT Artificial reefs area of Ta- TPlate ea

ll-A
ll-A

大倉礁區的含泥沙底質
Sand bottom of Ta-Tsang artificial reefs.

ll-B
II-B

礁體上的附著性海綿、藤壺及掛網情形
Adhesive sponges, barnacles and fishing nets
tangling around the re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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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C
ll-C

礁體上的附著性長條狀海綿
Long thread-liked sponges adhese on the reefs.

ll-D
ll-D

長條狀海綿體前端的八放珊瑚蟲
Octocorallians occurs in front of the long
thread-liked spo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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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E
II-E

大斑笛關群游於礁體的內外- .
-

n..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reefs.

II-F
II-F

礁體間隙棲息的瑪拉巴石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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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觀察 ,
遍尋不著 ,

故綜合此海域海況及底質 , 推測
礁體己遭掩埋 o

(4) 虎井礁區 : ( 照片 ill )

此處礁區為 77 年 7 月所投大型四角型 2m 水泥礁共 170 個,
底質為細顆粒狀之貝殼砂粒 , 其粒度概大於 O. 125 m

; 此區水質十分清澈 ,
能見度約 5 10m; 礁體投放十么

散置 ,
大部份礁體已被掩埋 , 從被埋 30 em 至全埋不等

( 如照片 ill - A ) 0 由於此區漲落潮時流速較強 , 致礁
體周緒砂堆亦有顯著的洗掘情形 ( 如照片 ill-B) 0 目

前礁體形態僅少部受輕微損害 , 礁體附著生物以苔辭
蟲、多羽海百合、海綿等為主 ( 如照片 ill-C), 另亦
普遍附著一層薄的粘著物 o 魚類相計有 9 科 10 種詳如

表 6 , 以縱帶笛綱、三線難魚及細鱗石鱷為主 ( 如照
,
另外此區發現大型之日本餓為其他礁區所片 ill-D)

未見 o

(5) 香爐嶼礁區 : ( 照片 IV)

此處礁區分別自 72 年 6 月 , 73 年 4 月及 9 月分別投放
四角型 1.5m 水泥礁各 86 個、 273 及 197 個於本區之三個
不同地方 o 經調查發現此三堆礁體間距均在 1000m 以上

,
綜合性的調查顯示礁區的性質均趨於一致 , 故以下

僅做一綜合陳述 o 此處底質為細砂質 , 其中 85.32 % 砂
粒度介於 0.125 O. 50mm 間 , 水深 15m, 礁體陳列整齊

( 如照片 IV-A), 二層疊置 ,
礁體上之附著生物有藤

壺、牡蠣、多齒貝、石珊瑚、海百合、海綿、苔辭虫

、海扇軟珊瑚、花斑赤海腫、魔鬼海膽等 , 如照片 N
- B 0 礁體鹿部投入底砂約 20 帥 , 此處水質尚稱清澈

,
終日流速在 8em/see 以下 , 能見度在3 10m 間 o 此處魚

礁現況非常良好 ,
堆放間距及高度均甚理想 , 加上礁

體閑著性無脊椎動物群緊相當豐富 , 故魚類群集 , 魚
類相計獲 15 科 21 種詳如表 7 , 魚相分佈以棲息水層區
分 : 礁體中為火斑笛網及三線雞魚成群分佈 ( 如照片
IV-C 及 D), 礁體上層為擬金眼鋼成群分佈 ( 體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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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魚
(句ecies)

虎井人工魚礁區主要魚類相

種

笛網科LUTJAN1OAE

縱帶笛鋼 Lutjanus vitta (Quany et 臼maird, 1824)

金投魚科 SPHYRAEN1OAE

黃尾金梭魚 Sphyraena flavicauda Ru 仲ell, 1838-1840

鱷科 SERRAN1OAE

摸青石斑 Epinephelus diacanthus (Valenciennes, 1828)

石脂井 H削吐 10 正

細麟石鱷 Plectorhinchus pictus(Thunberg, 1793)

三線難魚 Parapristipoma trilineatum (Thunberg, 1793)

蝶魚科 CHAETO 日創JIDAE

自吻雙帶立頓網胎niochus acuminatus (Linnaeus, 1758)

網科 SPAR1OAE

鳥鯨 Acant 埋壘世主 latus (愉uttuyn, 1782)

石首魚科 SCIAEN1OAE

日本戰 Nibea japonica (Temmindk et Schlegel, 1844)

雀銅科 POMACENTR1OAE

燕尾光聽魚 Chr αnis fumea (Tanaka, 1917)

全長
(Total le 阿th)

12 - 25cm

20 - 35

10 - 15

15 - 30

15 - 20

12 - 15

15 - 20

40 - 50

5 - 8

皮輩嗨老科 BALISJIDAE

曳絲單棘鈍 St 咐1a 叩lepis cirrhJfer (T. et S. 1847-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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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
(Quality)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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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爐嶼人工魚礁區主要魚類相表 7.

數量
(QJality)

全長
(Total le 甸的 )

種魚
(恥cies)

笛鋼科 LUT 品NIDAE

縱帶笛網 Lutjanus vitta(Q 岫ny et Gamaird, 1824)
大斑笛鋼 Lutjanus fulviflamma (Forsskal, 1775)

+ + +
+++

10 - 20cm

10 - 16

金梭魚科 SPHYRAENIDAE

黃尾金梭魚 Sphyraena flavicauda(Ruppell, 1838-1840)
+++

+++

20 - 25

8 - 12
10 - 12
20 - 30

鱷科 SERRANIDAE

礙青石斑 Epinephelus diacanthus(Valenciennes, 18 泊 )
點帶石斑 Epinephelus rivulatus(Temminch & Schilegl,1843)
豹贈 Plectroprws 1叩pardus (Lacepa 曲

-..,-, ,

石鱷科 HAEMUlIDAE

細麟石鱷 Plectorhinchus pictus(TOO 巾erg, 1793)
三線雞魚 -- . +

+ +

20 - 50

15 - 20

臭都魚科 SIGANIDAE

臭都魚 Sigunus fuscescens (H ∞ ttuyn,
++10 - 221782)

蝶魚科 CHAETODONTIDAE

自吻雙帶立頡綱 Heniochus acuminatus(Linnaeus, 1758)
暫棘蝶魚 Chaetodontoplus s叩 fentrionalis (T. et S. 1844)

+
+

12 - 15
15 - 20

關科 SPARIDAE

鳥綜 Acanthopagrus latus (Houttuyn, 1782)
+15 - 20

自由科 SCORPAENIDAE

斑嬉裳抽 Pterois volitans (Linnael 后 , 1758) +12 - 20,

天竺觸科 APOGONIDAE

三帶天竺網 Apogon taeniatus (Cuvier et Valenciennes,
+ +6 - 81828)

雀騙科 P伽tACENTRIDAE

燕尾光總魚 Chromis fumea (Tanaka, 1917) + +5 - 8

皮剝純科 BALISTIDAE
曳絲單棘鈍 Stophanolepis cirrhifer(T. et S. 1847-1850)
中國單棘鈍

, +
+

10 - 15
25 - 28

金線魚科 NEMIPTERIDAE

雙帶鳥尾冬 Caesio diagramma (Bleek,1865) + +12 - 15

擬金眼網科 PEMPHERIDAE

白線擬金眼網 Pempheris nyctereutes (Jordan et Everman,1902) + + +5 - 10

銀騏科 EPHIPPIDAE
台拉燕魚 Platax teira (Forsskal, 1775)

+

+

30 - 40

10 - 151849)

准雀網科 PSEUDOCHROMIDAE

圓眼斑准雀鋼 Labracinus cyclophthalrws (M. 的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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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血虎井人工魚礁區
Plate ill Artificial reefs area of Hu-Jing.

ID-A
ID-A

大型人工魚礁投放後 , 被砂掩蓋情形
Giant artificial reef is burieC.

ID-B
ID-B

礁體周緒砂堆洗
F 一情形

The washing and digging effect of sand pile on
reef mar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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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C
ID-C

礁體上的附著性生物一一一苔蘇蟲 .等
Epifauna on reefs; bryozoa, etc.

單一 D
ID-D

三線雞魚群游於礁體的周綠
Parapristipoma trilineatum school around the

reef margins.

-146-



照片N 香爐嶼人工魚礁區
Plate N Artificial reefs area of Shing-Lu.

N-A
N-A

礁體投放後座底堆放情形
The position of artificial reefs.

N-B
N-B

礁體上的附著性生物一 , 多齒貝、海綿、海鞘 .. �.{I
Epifauna on reefs; sponges, oysters and
tunicate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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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C
IV-C

穿梭於礁體內外的大斑笛鋼
A school of Lutjanus fulviflamma swims,in
and out the reefs.

IV-D
IV-D

三線雞魚群游在礁體上緝
A school of Pavapristipoma
around the upper margin of

trilineatum schools
the reefs.

-148-



IV-E
IV-E

於礁體上2�3m 水層巡游的金梭魚群
A school of Sphyraena fiavicauda schools
above 2-3m of reefs.

IV-F
IV-F

礁體覆蓋流刺網情形
A drifting net covers the re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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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5cm) , 再上水層為金梭魚 ( 體長 20 40 cm ) 群游於

礁體上層水域 ( 如照片 IV-E) 甚為美觀 o 此處有流刺

網掛細如照片 IV-F 所示 , 但並不多 o 此區距龍門港

僅約 10 分鐘航程 , 東北季風吹襲時又有山勢地形阻擋
,
於開發利用上甚其潛力 o

(6) t 美礁區 : ( 照片 V)

本區為 74 年 5 月所投之四角型 1.5m 水泥礁共 Ii 一

投放水深介於 28 3 Om 間 , 礁體分成 4 5 堆 , 最小堆數
僅 25 個礁體 , 最多約 100 個礁體 o 二堆礁體間距最大在

1000m 內 , 此處水流漏急 , 流速最大達 73cm/ sec ; 底質概

為貝殼碎片 , 其中 67.28 % 粒度大於 0 .5mm ; 礁體疊置最

高二層 , 彼此間距約 1m , 底部陷入底沙 20 30cm ( 如照

片 V-A), 被就礁體分佈而言尚稱理想 o 礁體魚類甚

豐 ( 如照片 V-B 及 C), 計獲 10 科 16 種詳如表 8 ,
以三線雞魚數量最多 , 此外細鱗石鱷 ( 體長的 70em )

、川紋笛網 ( 體長 40�70 cm ) 及瑪拉巴石斑 ( 體長的 ~
85 em ) 等體型均甚大 , 前兩者成群棲游於礁體周圍如
照片 V-D 所示 , 後者則單獨隱藏於礁體間隙中 o 附

著性生物亦甚豐富 , 有海雞頭軟珊瑚、海綿、海鞘
水站虫、多羽海百合 , 海扇軟珊瑚等族群甚多 ( 如照

片 V-E 及 F) , 五顏六色 , 色彩鮮麗 o 加上此區水

質清澈 , 能見度在 10 m 以上 , 配合來往嬉游的魚群 ,

為目前所有礁區具最佳的視覺景觀及最佳的緊魚效果

之一 D

'5

、

結論與建議

綜觀本次的魚礁調查之結果顯示 ,t 美及香爐嶼礁區

礁體形態完整 , 緊魚效果十分良好 ; 大倉礁區水質雖較為

混濁 , 但均發現有經濟性魚類如黑鍋、黃膳網及石斑之種
魚棲息 ; 虎井礁區目前已大部或局部遭掩埋 ; 桶盤礁區推

測亦已遭掩埋 , 本年度並未尋獲 ; 後寮礁區緊魚情形尚佳

, 唯礁體過分散置 , 可列為未來繼續投放區 , 以增加礁體
密度及堆高 , 應更能發揮其緊魚功能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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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t 美人工魚礁區主要魚類相

魚 種
(Species)

笛銅科 LUTJANIDAE

縱帶笛鋼 Lutjarus vitta(Quany et Gamaird, 1824)

四綠笛網 Lutjanus kasmira(Forsskal, 1775)

川紋笛網 Lutjanus sebae (Cuvi 肘 , 1828)

石鱷科 HAEMULIDAE

細鱗石鱷 Plectorhinchus pictus(Thu 巾erg, 1口79臼3)

三總雞魚 Par 叩Y 、 1旭st叭ip閃αT阻at 廿ri 刊1 ine 晦ea前tu惆1m (肝Th仙u巾e昕rg, 1793)

蝶魚科 CHAETOOONTIDAE

自吻雙帶立旗觸 Heniochus acuminatus (Linnaeus, 1758)

雀網科 POMACENTRIDAE

燕尾光臨魚 Chromis fumea (Tanaka, 1917)

金線魚科 NEMIPTERIDAE

白頸鳥尾冬 Scolopsis vosmeri (Bloch, 1792)

銀騏科 EPHIPPEIDAE

台拉燕魚 Platax teira (Forsskal, 1775)

隆頭魚科 LABRIDAE

花擔儒良網 Ha 1 i choeres pa 叫 1 叩 terus

狐寒網 Bodiarus oxyc 叩halus(Bleeker,

半擬隆頭魚 Labroides dimidiatus(C. et V.
日本擬鸚網 PS 叫自 1 abrus japanicus (H ωttuyn,

(1. et S. 1846)

1862)

1839)

1782)

鸚哥魚科 SCARIDAE

條紋鸚歌魚 Scarus ghabban (Forsskal, 1775)

穆 科 CAR 附 IDAE

雙帶路 Elagatis bipinnulata (Quay et Gaima 叫 , 1824)

刺尾魚科 ACANTHlJUDAE

杜魚刺尾魚 Acanthurus dussumieri (Valenciennes, 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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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V 七美人工魚礁區
Plate V Artificial reets area of Chi-Mei.

V-A
V-A

礁體投放後座底及間距情形
The siting position and distance between reef body.

V-B
V-B

魚群巡游於礁體的周緒
Fishes school around the margin of reefs (1).

-152-



V 一 C
v-c

魚群巡游於礁體的周線 ( 二 )

Fishes school around the margin of reefs (2).

V-D
V 一 D

大體型的細鰱石鱷及川紋笛網
'" " �-_.,.�..�

_n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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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
V-E

礁體上附著性生物 ( 一 ) 海扇軟珊瑚、海綿 ... .等
�楦慵湡 潮 �敦猀 �� � 獥愀 晡測 獰潮�猬 ...etc.

V-F
V-F

礁體上的附著性生物 ( 二 ) 一一海雞頭軟珊瑚、海鞘 ... .等
�楦慵湡 潮 �敦猀 �� 慬捹潮慣�湳� 瑵湩�瑥猬 整挮

���



摘 要

本文乃為瞭解澎湖己投放人工魚礁區其目前礁體現況

、分怖、附著生物及緊魚情形等 , 於本年度 Ffi 從事六個礁

區的潛水觀察 , 其結果分述如下 :

( 一 )t 美及香爐嶼礁區 , 礁體的問距 , 堆高均甚為理想 ,

附著性無脊椎動物群要在豐富
, 魚類群集 , 為目前最佳

緊魚效果的礁區之一

( 二 ) 大倉礁區位於內灣海域 , 水質較為混濁 , 唯發現經濟

性鋼類及石斑之種魚棲息於此
, 有開發價值。惟目前

礁體壘置十分密集 , 相對滅低其緊魚的有效體積 , 此

可為未來投放之改進參考 o

( 三 ) 虎井礁區有嶽魚功效 , 唯礁體己大部或局部遭掩埋 ,

未來不宜續予投放 o

( 四 ) 桶盤礁區於本年度經魚探記錄及潛水觀察遍尋不著 ,

而由該區海況及底質性質研判應己招致掩埋 O

( 五 ) 後寮礁區礁體投放甚為分散 , 魚相種類隨礁體的密集

而有極大的差異性 , 一般緊魚功效良好 , 未來可繼續

投放礁體 , 以增礁區密度及堆高 , 應更能發揮其緊魚
效益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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